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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 4个月前的那场地震救灾，王
海仍然历历在目。2015 年 4 月 25 日下
午，参加完国家港澳卫生应急培训班，
刚从香港回到拉萨的中组部、团中央第
十五批博士服务团成员、西藏自治区卫
计委副主任王海还没来得及休息，就马
上关注尼泊尔地震的消息。

“尼泊尔离西藏这么近，西藏灾情怎
么样？伤亡大不大？”作为一名医生，王海
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心急如焚地等待
着上级下达出发命令。

当天下午 6:30，王海等 3 人驱车作为
领航车与自治区政府抗震救灾工作组一
起前往日喀则。晚上 12 点，王海一行在
日喀则市政府简短开了一个碰头会后，便
立即奔赴吉隆镇灾区。

第一时间艰难挺进重
灾区，将生死置之度外

26 日凌晨 1 点，距王海回到拉萨还不
到 12 个小时。初回拉萨会有不同程度的
高原反应，加之没有休息就来到海拔更高
的日喀则，王海的头更疼了。但走遍西藏
大部分地区的他十分清楚基层简陋的医
疗条件；汶川救援的经历也告诉他：在灾
难面前，基层多么需要医疗支持和保障。

“早一分钟到达灾区，就能早一点救
助伤员，减少人员伤亡。”这样的信念支撑
着王海不顾自身安危，冲在抗震救灾第一
线。

4 月的高原，天气瞬息万变，尤其是在
夜里。王海一行连夜赶往吉隆，途中仅海
拔 5000 米以上的雪山就要连续翻越两
座。更为糟糕的是，还没来得及融化掉一
冬积累的冰雪，路上就又迎来了连续的强
降雪。

刚行进至拉孜县，暴风雪便不断袭
来，且越来越大。连经验丰富的司机都感
叹：“我开了这么多年车，从未遇到这么大
的暴风雪。”雨刮器、车灯什么的都不管用
了，坐在副驾的王海只有冒雪打开车窗，
探出头帮助司机看路，嘱咐司机小心翼翼
地向前驶去。

就在翻越前往吉隆县城的最后一座
山时，原本狭窄的路面两侧围着两三米高
的冰墙，只留下中间几十厘米厚的积雪，
行进十分困难。此时，饥饿又不断袭来，
王海感觉身上十分难受。但作为一名医
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脑子里只
有一个念头：拼命往前冲！

26 日下午 2 点，王海一行到达吉隆县
重灾区吉隆镇。下车还未站稳，7.1 级余
震袭来，周围的山上尘烟四起。顾不上危
险，王海马上现场了解掌握伤亡情况，以
最快的速度对伤病员的急救和转移作出
安排。当了解到邻近的萨勒乡地震灾情
更为严重后，他马上跟当地领导请示前
往。经过 3 个多小时更为艰难的跋涉，冒
着随时会跌进万丈深渊的危险，王海行驶
20余公里终于到达萨勒乡。

“那时真的像在鬼门关里走过一样。”
王海回忆说。为防不测，王海甚至作好了
最坏的打算，连遗书都写好了。

第一时间成立灾区医
院，医疗救援紧张有序

4 月 27 日，王海从重灾区萨勒乡返回

吉隆镇。现场一有伤病员被送到安置点，
马上就有多家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前去
救治，大家虽然积极性很高，但缺乏秩序。

“太混乱了。”吉隆县卫生局局长边顿
也深有同感。必须建立统一指挥、保障有
力的医疗指挥制度，统一调度和协调救援
力量，这是王海根据汶川特大地震救援得
出的经验。他当即决定，整合陆续赶到的
134 名部队医院和地方医疗技术人员，成
立吉隆灾区医院。

可光有医院还不够，还得利用和调配
好灾区的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王海迅
速成立了吉隆灾区卫生指挥中心，统一指
挥医疗疾控及后勤补给，下设灾区医院、
卫生防疫及后勤保卫，辐射服务至萨勒
乡。

经过王海富有经验的“折腾”，灾区的
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起来。“灾区医疗救助
和防疫工作立即协调一致，资源共享，业
务人员分工明确，高效发挥合力。”吉隆县
常务副书记、吉林省援藏干部由富光说。

不仅要有序开展病人诊治,还要防止
“大灾有大疫”。王海将卫生防疫和食品
安全都纳入灾区救援的工作范畴。他指
挥和调度专业人员积极开展公共卫生检
查、水资源监测、传染病排查、预防接种调
查和补种等工作，并组织医务和防疫人员
组成下村小分队，进行排查巡诊和卫生宣
教。

王海还明确提出对基层卫生人员开
展业务教学培训。他对吉隆卫生指挥中
心提出了医疗防疫与教学的任务，并将吉
隆县医院作为灾区医院的中转医院，配备
技术力量留观较重伤员和部分较重手术，
建立起前中后方三级梯次的医疗抢救梯
队和急救任务。这一医疗、防疫加教学培
训的做法此后被指挥部领导赞誉为抗震
救灾卫生救援的“吉隆模式”。

“吉隆模式”大大方便了当地群众，如
今几个月过去了，当地百姓还对此称赞不
已。62 岁的石达是吉隆镇灾民，提起王海
她非常激动：“当时去看病的人很多，王海

非常亲切地告诉我们不要着急，人人都会
得到救治，还好心地安慰我们。我当时紧
张的心一下子就放下来了。多亏了灾区
医 院 的 及 时 建 立 ，才 方 便 了 我 们 去 看
病。”石达一边说一边竖起了大拇指。

边顿是在吉隆灾区跟王海相处时间
最长的人之一。“王海不仅业务好，还经验
丰富，有了他和‘吉隆模式’，我们救援工
作才统一有序，高效便捷。这次跟着他我
不仅学到了技术，更学会了怎么进行应急
管理”。说起王海，边顿充满了敬佩。

第一时间挺进孤岛，
只为病人能得到专业救治

樟木镇在地震中一度成为孤岛。直
至 4 月 29 日凌晨集中力量抢通道路后，要
进入樟木镇依然很困难。樟木的情况一
直揪着王海的心。

4 月 29 日早上 8 点，一直在等待进入
樟木的王海再也坐不住了，经请示指挥部
后，他决定徒步进入樟木镇。

“外伤病人都有窗口期，过了窗口期
感染以后，对于救治和恢复都不利。当时
就听说樟木有人急需做手术，我真的很着
急。一是因为樟木当时的医疗条件让我
十分担心是否能够做手术，二是怕病人感
染，本来该保住的手脚保不住。”王海说。

4 月 29 日早晨的樟木，道路还不具备
完全通车的条件，到了不能过车的路段，
王海一行就弃车徒步。在一个路口，几十
吨重的塌方巨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由
于交通管制人员沟通不畅，王海一行并不
知道这块巨石即将进行爆破，为了赶到樟
木，他们打算爬过巨石。幸好管制人员发
现及时，喊回他们躲在十几米远的起重机
下，否则 3人将无一幸免。

就这样，冒着碎石不断滚落的危险，
王海一行在徒步十几公里后，于当天中午
到达樟木医院临时安置点。

王海顾不上休息，马上利用业务专长
对病人进行初步检查，了解到医院内现有
15 位住院伤病员，其中 12 位骨折、2 位伤

情严重，这与到达聂拉木县后了解到的情
况有很大出入。王海临危不乱，及时将现
场情况通知后方指挥部，协调周围县市和
军队 7 辆救护车前往樟木口岸转运伤病
员；对病人进行了进一步的救治处理，对
骨折病人进行了简单的外固定，对转移病
人按照病情轻重作了排序。王海的指挥
车一度成了转移病人的救护车。

当最后一名病人到达最近的自治区
流动医院时，已经是次日凌晨 2 点半。王
海不顾疲惫，查看了转出病人的救治情
况，并帮助确定了进一步治疗和转移方
案。第二天，全部伤病员都得到了及时处
理，无一死亡。

在抗震救灾一线，王海先后 3次进入
吉隆镇、3 次进入萨勒乡，两次进入樟木
口岸，行程 4000 多公里。5 月 3 日，不
顾连续呕吐腹泻的状况刚刚好转，王海
便参加了跨界防疫。短短 3天时间，防疫
工作深入尼泊尔境内 12 公里和 6 个灾民
安置点。在灾区，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
当地群众，都记住了风风火火、和蔼可
亲的王海。

曾带着小孩去吉隆帐篷医院看病的
罗布对王海记忆犹新：“虽然我的孩子不
是因为地震受伤，但是依然免费得到了很
好的救治。”罗布至今记得个头不高、身材
略胖、目光慈祥的王海。

而对于这些赞誉，王海总是很平淡地
说道：“作为一名医生，这些都是我应该做
的。救死扶伤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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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是辽宁瓦房店公安局共济派出所
最年轻的社区女民警，这位“90 后”有
着超越同龄人的稳重和成熟。从警以来，
她用勤奋、敬业、勇敢、执着的工作精
神，全心全意为群众解决实实在在的问
题，使辖区居民得到了实惠和便利。

大学毕业后，出于对公安工作的向往
与热爱，刘洋通过考试成为警营队伍中的
一员。上班首日，她抑制不住激动的心
情，天刚蒙蒙亮，就在镜子前穿上警服，深
感身上肩负着一种责任、一种义务。

上班后，所长安排刘洋负责德林社区
和李屯社区。这两个社区是瓦房店的老城
区，人多户广，闲置的楼房出租较多，小
商店等商业网点随处可见，流动人员相对
较多。为尽快熟悉社区各户情况，刘洋拿
着登记簿挨家挨户走访。有的人问：“你
是谁啊？凭什么要调查？”有的人“咣”
的一声，就把大门关上了。刘洋满是委
屈：“我来走访是为了大家，为了小区的

治安，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但刘洋
告诉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履
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和责任。

她一如既往地进行走访调查，用真
诚与群众沟通，虚心向老民警取经。通
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努力，刘洋学会了
如何去和辖区居民交流，也认识到自身
存在的不足。渐渐地，很多居民都爱主
动向她反映情况；熟悉她的人，也开始
向她掏心窝子。

一天夜深，刘洋正准备休息，手机响
了起来，原来是辖区内一名 60 多岁的老
人打电话向她求助，说自己的女儿情绪低
落。前不久，老人的老伴刚刚去世，其女
儿又患有抑郁症。刘洋赶紧穿起警服，边
联系所里值班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边独自
驱车前往老人家中。

在老人家里，刘洋耐心安抚着老人的
女儿。从女孩一开始的哭泣，到情绪逐渐
平稳，刘洋始终陪伴在她的身旁。由于女

孩患有精神疾病，刘洋怕她再次想不开，
又联系了当地医院，将她送去就诊。当一
切手续安排妥当，刘洋正准备离开时，老
人激动地握着刘洋的手说：“谢谢你，好
姑娘，真是辛苦你了！”

现年 40 多岁的王某是一名轻微精神
病 患 者 ， 平 日 嗜 酒 成 性 ， 伴 有 暴 力 倾
向。这几年，王某四处流浪，经常因惹
是生非被人辱骂甚至殴打。经过耐心地
交 谈 ， 刘 洋 逐 渐 掌 握 了 王 某 的 具 体 情
况。为解决其生活问题，刘洋先后多次
去民政局、街道办事处、社区等部门进
行协调，并查找相关证明，帮助王某办
理低保手续。如今，王某每个月都拿到
固定的收入，生活也有了基本保障，对
刘洋十分感激。

“我和我的 3 名租户发生了矛盾，能
不能过来一趟，帮我调解调解。”一天晚
上，辖区一居民打来电话。刘洋来不及提
取警车，快速赶到现场。原来，房主张某

几个月前将房子租给 3 名女孩子，合同期
满后，这 3 名女孩子一直没有按时交租，
张某对此事非常气愤，要求她们当晚搬
走，而这 3 名女孩子是外来务工人员，因
工资迟迟未拿到没能付房租。

刘洋首先稳定了双方的情绪，耐心
进行调解。经过一个多小时努力，双方
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接连几天里，刘洋
一忙完手头的工作，就会出去帮这 3 个
女孩子找合适的房子。找到房子后，刘
洋和所里的民警又主动当起搬运工，帮
助她们搬家。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件
小事能加深警民之间的感情。在平凡的社
区民警岗位上，刘洋坚持“人民警察为人
民”，不论关系亲疏、家庭贫富、身份高
低，始终把群众放在首位。她从小事做
起，脚踏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信任。

文/陈 怡 高英巍

社区“警花”为民排忧解难

贵州省镇远县涌溪乡
洞头村的苗族青年付茂军
埋头苦干、自强不息，历经
20 余年，从最初种烤烟到
现在主种烤烟，再加上种
植辣椒、金秋梨、板栗等，
已是多产业全面获益。现
今，他住进了楼房，开起了
大卡车，年收入十几万元。

“1993 年 ，高 中 毕 业
时，我没能考上大学。两
个妹妹一个读高三，一个
读初三，费用压得父母气
都喘不过来。于是，我放
弃了复读。”8 月 6 日，记者
在烤烟棚里见到付茂军。
回忆起往事，他仍然难以
忘怀。

1995 年春，付茂军不
顾父母反对和乡亲们的劝
说，毅然南下打工，帮助父
母供两个妹妹上学。“然
而，我第一年打工只挣了
1700 余元，此时一个妹妹
考上了大学，这点钱还不
够妹妹的学费。”付茂军回
忆，当时感觉靠打工解决
不了根本问题，于是想到
了创业。

其时，乡政府正挨家
挨户做思想工作，发动大
家种植烤烟，付茂军便第
一个报了名。“没资金，就
向亲戚朋友借，政府也给
了些肥料补助。我的第一
次创业就这样开始了。第
一年下来收入达到 2900
余元，加上父母养的两头
猪卖的钱，勉强够用了。”付茂军说，种植烤烟解决了
家庭经济负担，父母脸上也露出了多年不见的笑容，
这让他下决心依靠种植烤烟致富。

涌溪乡是镇远县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之一，每
年都会有些帮扶资金和项目。对于这些项目，许多
群众抢着做都来不及。“从前，听说有烤烟帮扶肥料
来了，我非常激动，第一个赶去。可到达现场后，我
觉得有很多群众更需要帮助，于是我排到了最后
面。”付茂军说。

2006 年，付茂军另辟道路，开始种植金秋梨。
这一年，他没有向政府要一分钱帮扶。

去年，乡政府来了一批蔬菜种植扶贫物资，大家
纷纷跑去要。此时，付茂军正发展辣椒规模种植，完
全可以得到种子、地膜等物质上的帮助，但他放弃
了。在付茂军的辣椒地里，他笑着说：“我现在还能
够搞下去，别人也许比我更需要帮助。”

洞头村主任石碧刚说：“付茂军不光是我们村的
烤烟能手，还带头种了板栗、金秋梨和辣椒。从目前
行情来看，效果很好。”

随着烤烟市场紧俏，烟农收益好转。近十年
间，付茂军精心耕作、细心管理，烤烟种植规模不
断扩大，从最初的几亩，发展到如今的 30 余亩，
成了洞头村烤烟大户之一，每年仅烤烟收入就达
10万元。

“烤烟种植属细致活，虽收益有保障，但需要
上规模才能真正赚到钱。而产业单一，如果受灾就
意味着当年收益大大减少。所以，从 2006 年起，
我增加了其他产业。”付茂军认为，要多产业发
展，才能保障年收益。说干就干，付茂军在自己的
荒山上种植了 5 亩金秋梨。种植成功后，2009
年，他又打起了小算盘。他发现有几亩土地种烤烟
质量不高，于是改种了板栗。去年板栗挂果，收入
达 1万余元。

创业就要了解市场需求。去年，付茂军听说市
场上辣椒需求量大，便开始尝试种起了辣椒，并在今
年将辣椒种植面积扩大到 20 亩。这并不是一时冲
动，之前，他做过市场调查，不但为自己找到了销路，
还为其他群众找销路，带动了 10 余户群众跟着种植
辣椒，成了洞头村创业带头人，也是多产业发展第一
人。

“相对烤烟来说，金秋梨、板栗、辣椒的管理要容
易得多，只要有市场，收益还是可观的。今年我的辣
椒如果全部销售出去，预计产值为 10 万元左右。”付
茂军很有信心，“多产业发展才能带动其他没有烤烟
种植指标的群众也能有产业，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
一起做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苗族青年创出致富路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李安生

中组部、团中央第十五批博士服务团成员、西藏自治区卫计委副主任王海：

为震区伤员救治赢取“第一时间”
本报记者 代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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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6 日 ，付 茂 军 察 看 金 秋 梨 生 长 情

况。 李安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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